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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長是學校的領導者，教與學是學校核心價值，校長教學領導風格關係者

學校的發展，關係著學生如何學習的關鍵，十二年國教課綱總綱實施要點規定，

107 學年度起，全國近二十萬名中小學校長及教師，每學年至少公開授課一次，

彼此觀摩，此舉為校長教學領導的延伸，究竟其對校長教學領導行政層面、教

師層面、學生層面有何影響及意義？本研究藉由二個個案，分析其表層問題與

深層問題，以文獻探討方式，對不同層次的問題提出解決策略及建議。

本研究結論為：

一、 校長教學領導存有多面向可並存發展。

二、 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行政層面具有引導方向的意義性。

三、 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教師專業發展具有指標性影響與增進夥伴關係。

四、 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對提升學生自我效能有助益。

本研究反思為：

一、 校長公開授課需提升行政團隊教學領導的正確認知，而非形式而已。

二、 校長公開授課需以帶動教師專業成長為主要目標，而非展現自我光芒。

三、 校長公開授課需考量以學生有效學習為最大考量，而非作秀性質。

本研究建議為：

一、 建議未來研究的方向：針對其他個案研究做比較研究或是量化研究。

二、 給行政主管機關的建議：針對校長公開授課提供制定相關法令的支援系統。

三、 給校長的建議：時刻自我增能，掌握教學策略、課程規劃的關鍵。

關鍵詞：教學領導、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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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問題緣起與動機

十二年國教課綱總綱實施要點規定，107 學年度起，全國近二十萬名中小

學校教師，每學年至少公開授課一次，彼此觀摩。全國校長協會表態支持，強

調公開授課能夠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且是國際趨勢。在此機緣之下，本研究以

校長公開授課為研究主軸，欲探討校長公開授課對於教學領導的意義性及影響

性。希望藉由半結構式的訪談目標校長，分析個案進行公開授課時的歷程、收

穫與困境，進而思索其表層問題與深層問題，更期待在其中發現新問題，期待

研究成果能提供校長教學領導之參考。

長久以來，校長領導行為以行政居多，然而隨著社會氛圍的改變，時代

潮流的變更，社會大眾對於校長的角色與領導期待逐漸轉變為行政與教學教兼

具，甚至對於教學領導的期待多於行政領導，在此轉變之下，校長不僅須熟稔

教學領導的內涵及核心行為，除了協助教師發現及發展專業知識與技能、進行

課程研發與以及帶動教師進行行動研究之外，也可以進行校長本身的公開授

課，成為首席教師，故校長本身必須具備優良的教學知能。

校長教學領導具體的行為層面可表現在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

教學的品質、增進學校內學生的學習氣氛與動機、增進教師專業發展及提供一

個支持的學習環境。目前以校長公開授課為主題的研究文獻並不多，但在新政

策下必須有相關研究支持與研究校長公開授課的面向與功能，依此方向來看，

可見此研究的獨創性與價值性。希冀以此個案研究拋磚引玉，讓更多的研究者

對於校長公開授課領域做更多更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校長教學領導的面向。

（二）探討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行政層面意義性。

（三）探討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性。

（四）探討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學生自我效能的影響性

三、名詞解釋

（一）教學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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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領導是校長以教育理念、教育目標及任務為前提，營造學校為和樂積

極的學習環境，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能力。教學領導強

調校長應和老師在互助互信的合作情況下，校長以「首席教師」角色，與教師

組成教學研究社群，並以教學演示、公開授課的方法，進行教學引導、交流、

互動與成長的模式，營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達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的目

標。

（二）公開授課

公開授課是指教學者在教學前與同儕共同備課，共同設計教學內容與流

程，經由開放教學過程，讓同儕教師、家長公開觀課，以提升教學品質的行為。

本研究的公開授課範圍聚焦在校長觀點，研究校長公開授課對於教學領導

行政層面的意涵、對教學領導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對教學領導學生自我

效能的影響性。

貳、文獻探討

學校的核心在教育，教育的核心在教學。身為學校領導者校長，要能掌握

教學成效，才能確保教育品質。然而教育品質的確保卻非易事，校長要如何做

好「教學領導」，有效的提昇教學成效呢？西諺有云「I hear/see, I forget; I say, 

I remember; I do, I understand.」教育大師杜威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也強調身體力行的重要性，輔加上近來日本教育先趨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

引燃台灣教育新浪潮「公開授課」似乎成為現在「教學領導」的顯學，教育部

（2014）更於十二年國教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明定自 107 學年度起教師每學

年至少公開授課一次。因此「公開授課」頓時成為各方議論的焦點。

台灣醒報指出，依據 12 年國教課綱規定，高中及國中小教師將來每一年

要公開授課一次！對此，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理事長張旭政表示，觀課屬於

《教師法》規範事項，卻被納入新的課綱總綱，明顯違法；他也擔心，基層教

師為了通過觀課審核，反而容易一致化教學，扼殺當前蓬勃的多元教學方式（范

捷茵，2014）。另外，依據聯合報報導，教育部日前通過 12 年國教課綱總綱

實施要點，當中規定，107 學年度起，全國近 20 萬名中小學校長及教師，每

學年至少公開授課一次，彼此觀摩。全國校長協會昨天重申支持立場，表示公

開授課可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而且是國際趨勢（沈育如，2015）。校長投入

「公開授課」的教學領導模式到底會成為教學革新的助力還是阻力，亟待研究

進一步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將就「校長教學領導」及「公開授課」進行研

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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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教學領導的意涵

校長「教學領導」屬於領導的一環，Hallinger（1992）認為從 1980年代起，

校長從學校方案管理者的角色，轉變為重視教學成效革新的帶領者，就是所謂

教學領導。而就狹義而言，教學領導係指校長直接參與教學與課程設計之行為，

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Pantelides, 1991）；就廣義而言，則包括所有能協助

教師教學與影響學生學習的相關活動或作法（楊振昇，1998）。

魯先華（1994）曾彙整出校長的教學領導乃是指校長協助教師改善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完成教育目標之歷程；亦即校長藉由與教師的合作，共同

建立教育目標，設計規劃課程內容，輔導教學活動的實施，評鑑學生學習成果，

用以鼓勵學生的積極動機，增進學生良好的學習結果，進而達成學校的教育目

標。

謝建成（2001）表示教學領導定義為，校長藉由發展及溝通教學理念與任

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營造學校學習氣氛、以及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等領

導作為，發揮洞察、激勵、授權、引導、示範及成員共同合作之影響力，以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進而提昇教學品質。他並且將教學領導歸納為以下四個層面：

（一）傳達任務與目標、（二）確保教育品質、（三）增進學習氣氛、（四）

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

鮑世青（2001）則認為校長教學領導，是指校長在學校教學目標與任務發

展、提昇課程與教學品質、為學生提供良好的學習環境、為教師發展支持的工

作環境、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上所採取的直接或間接策略，以激發教師自信與

動機，進而提高教師教學效能、改進學生學習成就，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歷

程。

林惠煌（2003）將校長的教學領導定義為，校長為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經

由型塑學校願景、提升教師專業、確保教學品質、激勵學習成就以及營造支持

環境等積極的領導作為，直接或間接的主導、參與學校有關課程與教學活動的

各項措施，進而提升教學品質，達成學校願景的歷程。

劉明德（2005）認為校長教學領導是，校長藉由發展與溝通教學理念，營

造良好的教學環境與學習氣氛，確保課程與教學的品質，透過與教師成員間的

互助合作，增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與學生的學習成效，確保達成學校的共同願景。

李安明（2010）指出校長教學領導是學校校長透過直接的教學領導、影響、

參與、示範或授權他人從事與學校教學相關之各項改進措施，以落實發展學校

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氛以及

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等領導作為之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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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 Murphy（1990）就整體學校的環境而言，認為教學領導是協助

教師發展一個正向的及滿意的工作環境，而且為學生提供一個良好的學習環境

及學習成果。

學者 Pantelides（1991）則提出教學領導是校長直接參與教學設計之行為，

其目的在增進學生之學習成就。

而李安明（1999）更進一步指出，校長不只是學校的行政首長更是首席教

師，應該在教學領導上扮演積極的教學者角色。

因此，當前的教學領導不只侷限在協助指導教師如何教，更可以由校長親

自進行教學演示公開授課，作為教師的學習標竿，促進學校整體的教學革新，

以達到提昇教學成效的目標。根據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可歸納校長教

學領導的意義具有下列幾項：

（一）教學領導強調校長為「協助角色」和教師在互助互信的合作情況下，協

助教師提升教學的效能，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二）教學領導是校長以「首席教師」角色，與教師組成教學研究社群，並以

教學演示、公開授課的方法，進行教學引導、交流、互動與成長的模式，

營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達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的目標。

（三）教學領導是校長和教師共同努力，維持教學和課程的品質，營造良好的

學習氣氛與環境。

綜合上述觀點，本研究「教學領導」的定義為，教學領導是校長以教育理

念、教育目標及任務為前提，營造學校為和樂積極的學習環境，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能力。教學領導強調校長應和老師在互助互信的

合作情況下，校長以「首席教師」角色，與教師組成教學研究社群，並以教學

演示、公開授課的方法，進行教學引導、交流、互動與成長的模式，營造學校

成為學習型組織，達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的目標。

二、公開授課的相關研究

在早期雖無「公開授課」乙詞，但是，仍有「教學觀摩」以公開教學交流

討論的形式進行，兩者極為相似，最主要的差異在於以往的「教學觀摩」並未強

調在教學之前進行所謂的教學領導、討論及共同專度對話，而近期的「公開授課」

源自於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故以下先就學習共同體之關鍵內涵加以闡述。

潘惠玲等人（2013）在學習領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推動手冊中，提到學習共

同體以學校作為基地，以「課堂學習共同體」和「教師學習共同體」為核心，

學生、教師、校長皆屬於學習共同體成員，而「教師學習共同體」可針對教與

學進行「集體備課、公開授課與觀課、共同議課」。可見學習共同體由教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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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共同組成的關鍵專業學習社群，所進行的教學運作模式中「公開授課」是

其中一項關鍵指標。林國凍（2008）也曾表示學習共同體的推動中，公開教學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教師們協同合作發展課程計畫、教學、觀察並蒐集研究

學生學習資訊，並修正教學，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提昇學生學習成效。佐藤

學大師亦指出教師是一種公共的使命，而背負這個使命的學校和教師必須向外

敞開大門，透過公開教學，與其他老師、校長、領域專家對話，進而對自己的

教學進行批判性的反省（黃郁倫、鍾啟泉譯，2012）。

游秀靜、唐淑華（2015）的研究指出，透過公開授課方式讓教師「被看

見」，也讓教師得以「看見」課堂中許多動人的學習風景；進而在專業成長上

也產生重要轉變。公開授課對於未來臺灣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應具有重要啟

示。教育部（2014）更於十二年國教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明定自 107 學年度

起校長與教師每學年至少公開授課一次。故本研究的公開授課範圍聚焦在校長

觀點，研究校長公開授課對於教學領導行政層面的意涵、對教學領導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的影響、對教學領導學生自我效能的影響性。

總而言之，「公開授課」是指教學者在教學前與同儕共同備課，共同設計

教學內容與流程，經由開放教學過程，讓同儕教師、家長公開觀課，以提升教

學品質的行為。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之個別訪談法，以立意取樣之方式訪談曾經進

行校長公開授課之校長，透過半結構式之訪談，收集本研究之相關資料並加以

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命題─校長公開授課，本研究就曾公開授課之二位校長進行半結

構式之訪談。

二、研究工具─訪談大綱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中之各個面向，發展出半結構式之訪談大

綱，以利於研究者掌握研究主題，並在訪談中聚焦研究的主題，增加收集資料

的有效性與正確性。本研究之訪談大綱研擬如下：

（一）請問校長在教學領導上有那些具體的作為？

（二）請問校長有那些作為在校長的教學領導上是有實質幫助的？

（三）請問校長您同意校長公開授課嗎？您的論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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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問校長您認為校長公開授課對於您的教學領導有幫助嗎？對於學校行

政層面有何具體影響？

（五）請問校長您認為校長公開授課對於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有何影響？有那些

方面的影響？

（六）教師專業發展主要有四個面向，有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精神與態度，校長您認為校長公開授課對於您在

帶領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有何影響？

（七）請問校長您認為校長的公開授課是否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效？原因為

何？

（八）請問校長您認為校長的公開授課是否會影響學生的自我效能？您的看法

為何？

三、內在效度（Internal Validity）

內在效度是指研究者所操縱的變項對依變項所造成的影響真正程度，亦即

一個研究能夠有效的發現研究內容的因果關係，若研究的干擾愈多，正確性愈

差，則該研究的內在效度便愈低，反之干擾能完全控制，其正確性愈高，則該

研究的內在效度便愈高。

故在本研究期間進行七次專題討論會議，藉由二位老師（兩位退休的師傅

校長）的指導與八位同儕專業對話，共同討論研究的目的、取樣對象、研究範

圍、訪談大網之設計，使本研究具備專家效度，以維持本研究之內在效度。

四、外在效度（External Validity）

外在效度是指研究的結果的可推論性之程序的大小，研究的結果的可推論

性愈大，亦即其適用性，代表性愈大，研究的外在效度則愈高。易言之，就是

指研究結果是否可推論到研究對象以外的其他受試者，或研究情境以外的其他

情境。

故本研究對於研究對象進行深入之訪談，使其能充分表達其意見，以取得

完整之資料，並經由系統化之個案分析探討發掘深層問題與表層問題，以增加

本研究之外度效度。

肆、個案案例說明

一、A個案描述

A 校長本身具有數理專長，對於自然觀察很有興趣，常參加自然生態專業知

能研習，而且是蝶會會員，對於蝴蝶很有研究，非常重視環境教育。因此在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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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時特地選擇自然國小（化名），自然國小位於風景秀麗的山區。學校前面有

小溪後面有連綿的山脈，自然生態豐富。學校班級數六班，學生共計 24 人、教

職員工 15人，有一位環境教育輔導員，對於發展學校環境教育非常有利。而「蝴

蝶生態」及「山野教育」是學校的本位課程。A 校長每二週授課二節，結合校本

課程進行全校環境教育，且每學年公開授課一次，而實施迄今已有三年。

二、A個案訪談內容

A 校長非常同意校長公開授課，初任校長即以身作則公開授課獲得老師們

的肯定與認同，她以「首席教師」角色自許，並與教師組成教學研究社群。以

教學演示、公開授課的方法，進行教學引導、交流、互動與成長的模式，透過

授課驗證教學方法的運用，目的在做為一種教學上的引導，讓老師們有一個明

確的觀摩方向，營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以達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的目標。

強調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共同規劃課程，讓學校的結構和文化有實質性上的改

變。校長建立以「學校為本位，教師為中心」的行政執行模式，整合學校資源，

減輕教師工作負擔，用心辦學的誠意對於教學領導很有幫助，可以感召教師一

起行動，然後精進教師教學能力，並推動組織學習。學校展開共同學習的行動

過程，透過行政組織共同發展與分享組織知識，發揮教學加乘的效果。校長認

為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進行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

透過校長公開授課讓教師專業發展有正向影響，提升學科專業知識、教學

實務能力與教育專業態度等。而教師能自發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

享交流教學實務；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不斷與時俱進；充分利用社會

資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學習評量，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校長公

開授課帶領教師進行教學的省思，促進教師專業知能成長。教學相長，同僚之

間互相激勵，老師在課程設計與教材教法方面獲得改進，提升學校教育品質。

校長公開授課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效能。在校長公開授課時讓學生的

學習態度會更專注，提升學習效果。校長的教學成為學生學習及仿效的典範，

同時訓練學生發展為學校的小解說員，讓學生主動探究、樂於學習。

三、B個案描述

大中國中（化名）B 校長早在擔任老師與國教輔導團員期間，就已經進行過

全縣的教學觀摩，對於公開授課這件事情，並不陌生。認為身為一個專業教學教

師，本來就需要不斷地反覆進行教學精進與觀摩，並使之常態化。透過說課，教

學，議課，並且與教師同儕們互相觀課交流，找出自己教學上盲點與提升改進教

學技巧方法，其實是一件很自然而且是相當受益的事。教師的公開授課一方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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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讓校方能掌握到各領域教師教學授課品質，另一方面也讓家長們放心。

四、B個案訪談內容

就個案經營的學校而言，是早在一年前，政策尚未宣布時，個案即已在學

校進行公開授課。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在教學方法上，開始轉向以學生為學習

主體的翻轉教育，學習共同體等概念。為了親自體驗新的教學方法的運用，以

及鼓勵老師嚐試跨出第一步，因此就先行選定班級進行教學，讓老師們來觀課，

目的在做為一種教學上的引導，讓老師們有一個明確的觀摩方向。

其實，在的授課歷程準備中，個案也感受到來自課程進度上的壓力，似乎

對於一堂課教學時間的掌握，還無法就原本規劃教案內容完整呈現，也因為非

長期授課，對於該班級學生個別學習情況並不熟悉，以及過去熟悉講述法而無

法問出一個好問題引發學生討論…等等。都讓第一次的嚐試有些＂卡卡＂。

不過，這樣的嚐試，也得到老師們的肯定與認同，至少老師們有感受到校

長的＂誠意＂，從參與和觀察與後續老師的議課回饋過程中，也有一些老師會

更願意嚐試，反正教得不好，頂多就跟校長一樣而已啦，大家比較願意把面子

放下來。透過教學參與，校長也更能體諒到老師在現場教學中所產生的困難與

問題，能夠更以同理心看待同仁，並給予最真實的肯定與鼓勵。

而今年的公開課，為了能突破之前授課對於班級掌握不熟悉的限制，個案

的課程決定以一個多月的期間來進行（也就是選定一班，在第一次段考到第二次

段考期間，均由個案授課，並請原班老師協同教學）。如此調整，可以進一步深

入掌握個別學生特質，並且也希望能了解該班總結性評量成績與別班的差異。

伍、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係以兩個實際公開授課之校長作為研究個案，藉由其公開授課面臨

的問題與困境，試圖了解校長公開授課對現今校長教學領導的影響，透過面對

面之深度訪談來蒐集資料，經由兩個案之資料整理與分析，再依研究目的區分

四大主體，分別為探討校長教學領導的面向、探討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行

政層面意義性、探討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性及探討校

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學生自我效能的影響性等，藉此從不同角度去看待這項

政策，綜合討論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之影響。

一、研究分析

以下就蒐集到的兩個個案校長公開授課訪談資料，分別就其表層問題及深

層問題加以對照文獻分析，以表格對照方式加以呈現如下：



605校長教學領導之個案研究—以公開授課為例 605

表層問題 深層問題

A
個
案

（一）校長教學領導的思

維，不是在展現教學

能力或是要壓過老

師，而是透過公開授

課建構學校教學合作

的氛圍與支持體系。

（二）校長授課時間、科目

或內容的安排是否適

宜，以符合學生需

求。

（三）教師迷思：校長一定

要教得比老師好。校

長公開授課在認知上

有差異，觀察與議課

不易聚焦。

（一）過去傳統認知是「教室授課是教師個人的

功課及問題」，現今以學校內部教室授課

改革做起的「學習共同體」，校長須負起

課程領導、教學領導及學習領導的責任，

以保障學生的學習權。

（二）校長的公開授課是固定安排或是臨時性，

執行計畫的行政經費與資源，其授課科

目、時數、教學課程計畫，不僅攸關教師

個人的權益，更攸關學生學習權的保障，

畢竟教師的「專才專用」，才能使學生得

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三）將教學觀察轉化為公開授課，教師的認知

需再強化，避免淪為形式化、表格化、一

致化，而失去內涵的精神，相信經由彼此

不斷的激盪，會碰撞出更多的火花，更容

易在校長教學領導中獲得成就感。

B
個
案

課程要配合期初的課程計

畫，有教學品質和進度上的

壓力。

（二）校長要花時間備課，

確實掌握教案內容，

也未必能有效教學。

（三）班級學生學習狀況、

學生姓名、教室經營

管理，無法完全掌

握。

（四）教師對於校長公開授

課在認知上有差異，

觀察與議課易偏離主

題。

（一）在學期初課程計畫是編寫好的，老師有自

己規劃的教學進度，自然有課程進度的壓

力感存在，校長授課只是單純上一堂課，

也可能影響課程的進度。

（二）校長通常離教學現場有一段時間，無法一

下子掌握教學教案，需要時間了解教案內

容與教學呈現方式，加上只有一場公開課

程，意義不大，除了展現校長也有專業授

課能力外，並沒有太多論證上的實益。

（三）雖然校長身為首席教師，但教學現場仍是

以導師是最能了解學生學習的狀況，如果

校長只是短期性的授課，是無法知道學生

學習的差異性。

在教室經營管理上，要下一番功夫。

（四）時代在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已逐漸轉變

甚至淘汰，如果校長不願意投入參與教學

歷程，會與老師夥伴關係距離就越遙遠，

但校長公開授課觀課的重點應再強化與落

實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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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A 個案和 B 個案分別經由問題分析後，不難發現校長公開授課

的教學領導背後，有其學習成效及教師認知上的影響，以下就個案之共同點加

以說明：

（一）師生關係生疏：教學是一門藝術，也是一個漸進累積的過程，師生的默

契是來自平時教與學的互動。然而校長的公開授課是臨時的一堂課，有

時連學生的名字都叫不出來，更遑論教學默契的培養，這會導致師生互

動的陌生，影響活動設計與教學節奏，也讓公開授課的效果打些折扣。

（二）觀課認知不足：觀課的重點應在於觀察學生的學習歷程及找出學習過程

的進步與變化，而非找出教學者教學的缺點，也非只看教師的教學。然

而，可能因為觀課者認知的不同或說課時不夠明確（有些還錯過說課時

間）造成議課時，觀察偏離主題及教學範圍，誤以為是教學觀摩，陷入

以教學者為中心的錯誤。

二、研究結果

經由對兩個案反覆詳細深入瞭解與文獻探討交叉對照分析之後，將研究結

果詳列如下：

（一）公開授課、觀課焦點在於「課堂上學生學習有無成立」，教師觀課認知

應著重從這節課的觀察過程中學到甚麼，而不是熱衷於展現自己敏銳的

觀察力，給予教學者鉅細靡遺的建議甚至指導。

（二）校長公開授課較易得到老師們的肯定與認同，至少老師們有感受到校長

的＂誠意＂，從參與和觀察與後續老師的議課回饋過程中，也有一些老

師會更願意嚐試，反正教得不好，頂多就跟校長一樣而已啦，大家比較

願意把面子放下來。透過教學參與，我們也更能體諒到老師在現場教學

中所產生的困難與問題，能夠更以同理心看待同仁，並給予最真實的肯

定與鼓勵。

（三）校長公開授課，是實現有效教學領導的具體展現與最佳途徑。有效教學

的關鍵，不在於鑽研並熟練某種特定的教學法，反而是教學者能夠永遠

保持謙卑而開放的心態，能夠聚焦於學生的學習狀態，並願意隨時與教

師同儕討論、交流，找出自己教學上的盲點與限制，進而樂意調整自己

的教材教法，以幫助學生學會課程內容。

（四）校長公開授課在國小小校學生人數較少，行政與教學容易配合，教師專

業對話頻率較高，相對推展較易，成效也較佳。反之，若為大型學校或

國中，班級學生人數眾多，教師人際疏離的影響，又有課程進度的壓力，

在實施上無論師生互動、討論發表、教學默契等，都有一些限制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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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成效較不如預期。

三、解決策略分析

依兩個個案校長公開授課訪談資料，分別就其表層問題及深層問題加以探

究，研討出解決策略，加以分析歸類，可以從（一）校長的思維、（二）校長

的做法、（三）學校行政的執行及（四）班級公開授課的進行等幾個面向來說明：

（一）校長的思維

1. 校長轉變思維以身作則，加強教學領導知能，以學校領頭羊，首席教

師實質做教學領導。

2. 校長高倡導高關懷，柔性的堅持，以正確的方向帶領學校教師進行教

室教學翻轉，改變教室風景。

3. 校長改變心智模式，以包容共學、共好、共榮為領導思惟。

4. 校長隨時記得教師本質，莫忘初衷。

5. 建立校長與教師的夥伴關係，跳脫從屬關係，互相信任。

（二）校長的做法

1. 校長持續精進，能為實質的首席教師。

2. 校長不定期公開宣導公開授課的正向意義，讓校師對於公開授課有正

向積極的認同。

3. 校長單純上一堂課，也可以上進度內的課程，不影響課程進度。

4. 校長依照本身專長，進行公開授課的科目選擇。

5. 校長平日與教師進行協同教學，建立夥伴關係。

6. 校長加入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增加教學領導相關素養。

7. 校長加入教專評鑑，貼近與教師之間的距離，展現親和力。

（三）學校行政的執行

1. 校長授課排入學校年度重大行事，方便課程進行。

2. 依照學校環境現況，分析校長公開授課固定抑或臨時性的優缺點，因

校制宜，取最適合學校的方式進行。

3. 校長授課時間可安排在校本課程的彈性時間，或是早自修時間。

4. 舉辦教師增能研習，透過典範學習，提升教師教學知能，達到有效教

學的目標，提升教學成效。

5. 運用價值澄清，釐清公開授課的重點在於成就學生有效學習，而非典

範教學。

（四）班級公開授課的進行

1. 級任導師給予校長資訊協助，讓校長了解班上同學的學習概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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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短時間內進入狀況，了解學生學習的差異性。

2. 學生掛名牌或放置桌牌增加辨識度。

3. 校長針對授課班級學生、學習狀況多給予關注，讓學生感受到校長對

於學校學生的關心。

4. 邀請家長到校入班觀課，提升校長教學能見度，營造校長關心教學的

氣氛。

四、新問題

綜合上述採取之解決策略細加分析，實際執行時可能衍生出來的新問題如

下：

（一）非課程背景的校長要成為教學領導專家，需要長時間學習。

（二）校長進行教學領導，走進教室，可能引起封閉型教師的漠視或抗議。

（三）校長公開授課可能造成教師壓力或是因為專業能力不足，導致方向誤導。

（四）校長校務繁忙，可以造成臨時缺課，導致臨時找尋代課教師的情況。

（五）宣導不具效能，流於形式。

（六）研習場次過多，造成教師備課時間不足，引起抱怨。

（七）校長校務繁忙，執行面上有困難。

（八）校長因為教學未受肯定，而影響其行政領導力。

（九）家長對於教學認知不足，可能影響觀感。

（十）校長距離教學現場遙遠，跟不上新的教學方法。

（十一）為準備相關資訊，增加導師負擔，反而造成困擾。

陸、研究結果與建議

校長肩負校內教學領導的成敗，對學校有極大的影響力，而校內教學風格

的形塑，往往受到校長領導風格的影響。校長身為首席教師，舉行公開授課為

必然趨勢，校長如何善用公開授課的行為，帶領教師建立學校共同努力方向，

激勵行政層面、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效能、學生正向自我學習效能。透過以上文

獻探討以及兩名個案的研究分析，本研究可以獲致以下的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校長教學領導存有多面向可並存發展

校長教學領導具體的行為層面可表現在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

教學的品質、增進學校內學生的學習氣氛與動機、增進教師專業發展及提供一

個支持的學習環境。教學領導是校長以教育理念、教育目標及任務為前提，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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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學校為和樂積極的學習環境，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能

力。教學領導強調校長應和老師在互助互信的合作情況下，校長以「首席教師」

角色，與教師組成教學研究社群，並以教學演示、公開授課的方法，進行教學

引導、交流、互動與成長的模式，營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達到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就的目標。

（二）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行政層面具有引導方向的意義性

從校長的訪談中發現，校長公開授課的作為，會影響行政團隊導向教學為

主的方向，校長對教學領導的重視，促進行政團隊對於教學主體的重視甚至認

同，繼而衍伸出創新策略。同時引導行政團隊重視增能賦權，將學校發展的主

軸與重心，放在提升教學能力，提升有效教學為主，最大受益者將是學生，學

生能有效學習，可以縮短教室內學習落差的困境，減少教室內學習客人的數量，

讓教育的重點放在學生如何學。

（三）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教師專業發展具有指標性影響與增進夥伴關係

以實際行動鼓勵老師們，開放教室，透過善意的觀課回饋，讓自己有效能

的教、讓學生有效能的學。校長是學校行政與教學的領導者，對於校長「公開

授課」，代表的不只是一堂課而已，更是校長與老師一起教學探討、共同為學

生的學習而努力，進而往營造校長與教師成為夥伴關係邁進。

（四）校長公開授課對教學領導對提升學生自我效能有助益

校長以實際行為對學生進行授課，學生對於上課有所期待，雖然有校長無

法在短時間內認識學生或是掌握學生學習概念成效，但由於校長的重視，在學

生心中占有重要的影響，教師的宣導成為學生討論的議題，無形中提升學生對

於自我學習效能的認同。

二、反思

（一）校長公開授課需提升行政團隊教學領導的正確認知，而非形式而已

校長需改變心智模式，認同校長教學領導的正向意義，用正向的理念帶領

行政團隊，針對學校行政團隊所能提供支持性的資源給予教師協助，以協助教

師專業成長為主要目標，杜威曾說：「環境變了，人也就跟著變了。」環境要

改變，端賴行政團隊用心同理教師的需求，校長公開授課的真正意圖也在於此，

必須引領學校行政團隊有正確的認知，而非只是形式上的公開授課。

（二）校長公開授課需以帶動教師專業成長為主要目標，而非自我光芒

校長進行公開授課時，需引導教師專業成長是身為教師的責任與義務，在

過程中，將聚焦在教學的策略與技巧，而非放在個人的光芒，以技術性的角度

提出教學的優缺點，讓教師從中獲得教學策略的能力提升，而非只是恭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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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必定要回歸到教育的本質、教學的本身。

（三）校長公開授課需考量以學生有效學習為最大考量，而非作秀性質

學校存在的目的都是為了學生，沒有學生學校就不需要存在，所以校長教

學領導的重心必定要回歸到學生有效學習，校長任何教學領導的行為，要考量

對學生有最大的幫助才去執行，因此，舉凡授課的方式、授課的節數與時間等，

皆要以對學生有效學習的最大助益為主規劃，而非放在校長本身，更非作秀性

質。

三、建議

（一）建議未來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為校長公開授課領域提供新的研究，但因採用個案研究方式，因而

無法將研究結果作推論。不過，個案研究雖不能做普遍化的類推，但其深度、

詳盡地描述研究對象，可掌握其個別差異，進而與類似的研究做相互比較。建

議未來研究者可以針對其他個案作探討，比較其差異性，校長公開授課實施後，

母數增加，也可進行量化研究，增加校長公開授課領導行為的相關研究。

（二）給行政主管機關的建議

教育部於十二年國教總課綱中訂有校長須公開授課的規定，但並未針對其

中的實施方式擬定細節與相關規範，建議主管機關可以擬定不同類別學校所執

行的方向與規範，且提供制定相關法令的支援系統，期待能讓校長公開授課對

學習有正向的效益，而不因為制度上的缺失或限制，而影響校長教學領導的成

效。

（三）給校長的建議

校長身為首席教師，自然無法抵抗公開授課的浪潮，校長身兼行政、課程、

教學領導者，需當時刻善用高倡導高關懷的領導行為，以營造良好的教學領導

效益，以實質首席教師的內涵帶領教師建立學校共同願景與目標，校長雖無固

定課務，但能透過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與議課規範，從不同層次、面向觀點，

學習與覺察本身不足，進而提升自己。

校長以身作則，公開授課，對行政團隊、教師與學生具有領導性的指標意

涵，承上，校長更應該時刻自我增能，掌握教學策略、課程規劃的關鍵，方能

帶領學校教師增能精進，提升學生有效學習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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